
新精神,让学生在评价中进行自主知识建构,提高学

习主动性[6,16 - 18];而终结性评价是 “对学习的评

价冶,其主要目的是对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进行评分和验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班学

生在培养科研创新能力、考核方式科学合理方面的

满意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班(P < 0. 01)。
综上所述,我们在医学影像学专业《超声诊断

学》课程体系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尚有不足之处,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将

不断完善课程改革的模式,为高素质创新应用型医

学影像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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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大学生隐性逃课心理分析

邓斌菊1,苏摇 英2,何亚琼3,王文娜1,王秀杰1,彭摇 强1,祁静静1,张摇 伟1

[摘要]目的:了解高职大学生隐性逃课现状,探究其心理根源,寻找有效方法,减少隐性逃课现象,提高教学成效。 方法: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法对 279 名皖北卫生职业学院多专业大学生生理课教学进行隐性逃课现状调查,分析隐性逃课的发生情况、原
因、心理状态、方式、感受和自我认知等情况。 结果:74. 2%的同学发生过隐性逃课,学习意志力较差者占 57. 7% ,隐性逃课中

83. 2%玩手机,53. 0%感觉内疚和自责,34. 8% 对课堂内容没兴趣,29. 4% 认为自己自控能力较差,28. 0% 不认为自己违纪,
5. 0%认为自己对学习没信心。 结论:大学生隐性逃课的主要心理根源为消极的核心自我评价,教育者应引导学生树立人生目

标,培养学生优良心理品质,改进教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关键词] 医学教育;隐性逃课;心理分析;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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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隐性逃课是指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出现偷玩手 机、看课外书、睡觉等现象,虽然人在课堂,但思想没

能融入课堂认真听讲学习。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

联网的出现,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严重影响了整体

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这种行为的本质

原因,我们以皖北卫生职业学院生理课教学为例,选
用了修改后的《大学生隐性逃课心理因素调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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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 对 279 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隐性逃课的

心理根源,以期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依据,减少

隐性逃课现象,提高教学效果,并为同行提供参考。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皖北卫

生职业学院护理、临床、药剂、康复等专业 300 名学

生作研究对象。 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7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 0% 。 279 份有效问卷中,
男 85 人,女 194 人,年龄 18 ~ 21 岁;护理专业 158
人,临床专业 60 人,药剂专业 31 人,康复专业 30
人;大学一年级 139 人,大学二年级 140 人;农村户

籍者占 73% 。
1. 2摇 研究方法摇 运用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研究对象在调查人员指导下填写问卷,当场

回收。 问卷由在生理课上隐性逃课的发生率、原因、
心理状态、方式、当时的感受和自我认知等 6 个维度

组成。

2摇 结果

2. 1摇 隐性逃课的发生情况摇 在 279 份有效问卷中,
157 人表示虽然不想听课但仍会去上课,占 56. 3% ;
207 人出现过隐性逃课的行为,占 74. 2% 。
2. 2摇 隐性逃课的原因分析摇 出现隐性逃课行为的

学生中,196 人因为怕点名才去上课,占 70. 3% ;111
人认为只要去上课总会有点收获,占 40. 0% ;26 人

不想听课但也不知道想做什么,占 9. 3% ;还有 24
人说不出原因,占 8. 6% 。
2. 3摇 隐性逃课时心理状态分析摇 对学生发生隐性

逃课时的心理状态的调查结果显示,161 人意志力

较差,占 57. 7% ;119 人缺乏学习兴趣,占 42. 7% ;
93 人学习目标不明确,占 33. 3% ;55 人认为学习内

容枯燥乏味,占 19. 7% ;28 人感到学习内容晦涩难

懂,占 10. 0% ;有 11 人感到学习时无法集中注意

力,占 3. 9% 。
2. 4摇 隐性逃课的方式摇 279 人中,有 232 人出现过

上课时玩手机,占 83. 2% ;有 93 人在上生理课时写

别的科目作业或看别的书,占 33. 3% ;24 人上课时

发呆,无所事事,占 8. 6% ;有 13 人上课时睡觉,占
4. 7% 。
2. 5摇 隐性逃课时的感受 摇 调查发现,279 人中有

148 人在出现隐性逃课行为后感觉内疚和自责,占
53. 0% ;有 87 人时而感到内疚,占 31. 2% ;有 40 人

认为无所谓,反正大家都这样,占 14. 4% ;有 4 人在

出现隐性逃课又没有被发现时会感到放松和窃喜,
占 1. 4% 。
2. 6摇 对隐性逃课行为的自我认知摇 279 人中有 97
人感觉自己对课堂学习内容没兴趣,占 34. 8% ;82
人感到自己想听课, 但有时控制不住自己, 占

29. 4% ; 78 人认为只要来上课就不算违纪, 占

28. 0% ;14 人感觉自己没信心学习,占 5. 0% ;8 人

对自己听不听课无所谓,没什么想法,占 2. 8% 。

3摇 讨论

3. 1摇 隐性逃课现象较为普遍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学生对智能手机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不断更新

的聊天工具、游戏、小说、电影等网络娱乐节目占据

了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并不断地向课堂上蔓

延[2]。 本研究调查发现,高职生理课上隐性逃课现

象较为普遍(74. 2% ),方式多种多样。 学生在课堂

上玩手机、睡觉等违纪行为,会分散教师注意力,引
发师生关系的淡漠或对立[3]。 隐性逃课学生的思

维游离于课堂之外,使课堂活动不能有效实施,教学

设施也形同虚设,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

不能有效制止隐性逃课现象,学生就无法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可见,隐性

逃课现象的普遍存在,危害巨大,教育者必须高度重

视,立即采取措施。
3. 2摇 隐性逃课的心理根源分析摇
3. 2. 1摇 受个体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摇 核心自我评

价是人格变量的重要指标,指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

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4]。 曾红等[5] 提出,核心

自我评价显著影响着大学生隐性逃课的心理倾向;
消极核心自我评价者情绪不稳定,易紧张、焦虑,适
应性较差,偏执,难以自控,逃课的倾向性较大;积极

核心自我评价者充满自信,价值观明确,有自控能

力,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强,自我评价良好,情绪稳定,
很少出现逃课等不当行为。 本调查中发现的大学生

自控能力较差、自信心不足等心理倾向均与个体的

消极核心自我评价有关。 因此,要减少大学生隐性

逃课现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形成积极

的核心自我评价。
3. 2. 2摇 受厌学情绪的影响摇 厌学情绪是产生隐性

逃课的重要因素之一,本调查显示部分学生对教学

内容不感兴趣,感觉学习内容枯燥、难以理解,学习

目标不明确等,这都是产生厌学情绪的因素。 有些

大学生上了大学就不再奋斗,懒散拖沓,追求舒适安

逸;有些生活目标不明,学习动机缺失,就业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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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前途迷茫;有些是不能适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

方式,成绩不佳,反复体验挫败感,失去斗志;也有的

对学校的管理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法不满意,产生

消极和抵触情绪等。 究其原因,可归纳为学生自身

和学校教育两大方面。 在学生方面,主要与兴趣、动
机、意志力等个性品质有关。 教育方面的影响因素

是多方位的,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当等。 这就

要求教育者要深入教研,不断尝试,选择适宜的教学

内容,寻找适合学生个性特点、能被学生接受和喜爱

的教学方法。
3. 3摇 应对隐性逃课的措施摇
3. 3. 1摇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摇 在本调查的隐性逃课

发生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学生学习意志不

坚定、对课程缺乏兴趣、学生学习动机不明没有动

力,这些心理倾向均与积极核心自我评价相关。 可

见,加强学生优良个性品质的培养是减少隐性逃课

的重要途径。
3. 3. 1. 1摇 形成积极核心自我评价摇 教育者要更多

关注核心自我评价较消极、情绪不稳定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丰富课余文化活动,使他们尽快适应大学

生活,形成稳定、自信、有毅力的积极自我评价;帮助

刚入校的大学生尽快认识自我,准确定位,找到人生

目标和努力方向,摆脱迷茫感,引导并激发学生热爱

所学专业的情感,减少隐性逃课现象的发生[6]。
3. 3. 1. 2摇 注重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摇 做好心理健

康宣教和思想政治工作,明确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让
大学生适度体验危机感,教会大学生做好职业发展

规划,学会目标管理,逐级推进,激发兴趣,提高学习

自主性,主动减少隐性逃课行为。
3. 3. 1. 3摇 增强学生意志力摇 指导学生运用恰当的

学习方法,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地钻研专业知识,增强

克服困难的意力。 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加强自我教

育和自身修养,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课堂学习氛

围,密切联系社会,使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建立职

业认同感,端正学习动机,形成坚强持久的意志力,
提高学习效率。
3. 3. 2摇 注重教学研究和改革摇 本次调查发现,部分

学生认为学习内容难易程度不合适,枯燥乏味。 因

此,应深入开展教学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
3. 3. 2. 1摇 提升教师素质和能力摇 部分高职高专院

校是从中专升格而来,教师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现代

化的教学工具使用不熟练,教研能力较弱。 学校应

重视师资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的知识、心理和能力素

养,引导教师致力于学生心理特点、教材、教法的钻

研,选用适合学生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让学生充分体会课堂学习的乐趣,避免隐性

逃课现象的发生。
3. 3. 2. 2摇 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摇 针对

学生在隐性逃课时大多玩手机(83. 2% )的情况,进
行教法改革,制作微课件,上传微信或 QQ 等互联网

平台,引导学生运用现代化信息工具学习专业知识,
课上指导学生讨论,及时巩固知识;关注专业领域新

进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密切联系专业实际,注重

实际操作技能培养,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让学生感觉到学有所用,增强自我效能感。
3. 3. 2. 3摇 加强课堂管理摇 美国学者布罗菲指出,出
色的课堂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干预学生的不良行为,
还能很好地维持有意义的课堂学习活动[7]。 作为

课堂管理主体的教师应勤奋学习,赢得学生的尊重

和青睐,树立威信,要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因
材施教,维持好课堂纪律,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
3. 3. 2. 4摇 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摇 教师的工作

态度和精神面貌会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 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应注重个人修养,提高整体素质和道德品

质,不断学习,提高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语言流畅,
方法恰当,与学生平等对话,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言传身教,充分发挥示范

作用,也是减少隐性逃课、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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